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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
重要内容和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特载体，
对推动文明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使命高度，深刻指出文艺
工作肩负的时代责任，深情寄语文艺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明确了任务、
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
讲话精神，以更多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
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使
命光荣，大有可为。

人民的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文艺创作最广阔
也最深厚的时代舞台。当今中国，正处
在大踏步赶上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
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正处于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这
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
有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创造智慧和文化
精神的中国元素。忠实记录、深刻反
映、艺术再现这个恢宏时代的巨大变
迁，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既是
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创作优秀作
品的根本条件。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
深入生活，坚持“双百”“二为”政治方
向，把握时代进步脉搏，体悟群众冷暖
诉求，就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实现文艺工作艺术价值和时代价值
的统一。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艺作品的
生命力，归根结底体现在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有机统一。这是衡量优秀文
艺作品的基本标准，也是推动文艺事业
发展的价值指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文艺创作迎来高潮，既有百花齐放的丰
富，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

“高峰”的现象。但低俗不是通俗，欲望
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
快乐，更不能让片面迎合成为解构主流
价值观的通行证。“文艺不能在市场经
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
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总书
记的谆谆告诫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只
有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统一，着力在思想上提炼、艺术上
锤炼、制作上精炼，打造能够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精品力作，才能
获得艺术认可、市场欢迎。

文艺是人的学问，人的艺术。繁荣
文艺事业、创造优秀作品，关键在培养
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用
他们富有个性特征、具有精湛水准的艺
术创作为人民服务，给时代树碑。文艺
工作不是普通工作，而是铸造灵魂、培
育精神的思想工程。唯有志存高远的
定力，学养深厚的底蕴，执着攀登的毅
力，为民立言的正气，自觉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脚踩坚实大地，放
飞理想翅膀，才能把人民的伟大实践和
时代的深刻变迁融于创作之中，拿出经
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文艺创作
没有捷径，文艺创作要有担当。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艺
创作之中，用鲜活形象、生动手法、感人
故事弘扬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文艺工作者必将在责任担当中取得更高
艺术造诣，成就艺术人生的至高境界。

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
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
的灯火。”拥有 5000 多年优秀传统文化
滋养，置身改革开放伟大时代，今天的
文艺事业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丰厚基
础和迫切需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
合为事而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引，牢记文艺
工作的历史使命，必将创作出更多具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在中
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铸就艺
术永恒。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一句话，道出粮食生产的不易
和粮食安全的必要。然而，我国每年餐桌内外的粮食浪费超过
三分之一！着实让人惊心触目。从一些公开的信息可知，在餐
桌浪费已受到广泛关注，并通过“光盘”等时尚社会风气得到一
定扭转的背景下，餐桌外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也不容忽视。

我国尚有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近2000万城市低保人
员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国情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大手
大脚、铺张浪费，宝贵的粮食要颗粒归仓。但是，因粮仓老旧导
致存粮受潮发霉、因储运薄弱导致粮食抛洒率过高、因不当加
工导致粮食浪费严重……粮食的收、存、储、运及加工环节技
术、设备和管理理念的落后导致的“跑冒滴漏”，却让宝贵的粮
食未上餐桌就已“消失”。

粮食安全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堵住浪费黑洞就是保障粮
食安全。如果无视因技术和管理原因造成的粮食损耗，不经意
间让粮食从眼皮下手指尖悄悄溜走，既对不起汗滴禾下土的农
民，也对不起国家每年进口粮食的大量花费，更无法面对过亿
的困难群体。

遏制粮食餐桌外的浪费，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想方设法加
强粮食生产后全流程科学管理，提高节粮减损能力，这需要从
官方到民间的齐心协力。从改换储粮设备，淘汰落后的储存
方式开始；从增加粮食流通科技含量，建设现代化农业物流体
系开始；从引导加工企业开展技术升级，树立科学加工粮食的
理念开始。总之，就是要对粮食从生产、流通，再到加工全过
程进行堵漏改造，有效抑制餐桌外的“跑冒滴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杜绝粮食浪费，保障粮
食安全，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切实把餐桌外的
粮食浪费黑洞也堵住，才能增益粮食节约，确保颗粒归仓，更好地保障我国的粮
食安全。

10月15日，在南
非比勒陀利亚，行人
从蓝花楹树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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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钱春弦）旅游法实施一周
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旅要求，着力完善
各项工作机制，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法律效果逐渐
显现。但国内旅游市场大势向好、喜忧参半格局
尚未根本改观。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19日在总结旅游法
实施情况时说，旅游市场“喜”的方面表现在，旅
游经营者依法经营理念进一步强化，对不合理低
价团费、欺客宰客投诉明显减少；游客对不合理
低价团费等违法行为识别能力进一步提高，依法
维权和文明旅游意识有很大提升。各级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积极破解旅游市场秩序难题，取得良好
效果。然而与此同时，旅游市场之“忧”不容忽
视：服务质量离旅游消费者要求还有差距，低价
组团、导游诱导游客消费、在线旅游企业违规操
作等依然存在。旅游监管部门力量薄弱，依法行
政能力不足。

吴文学说，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与市
场秩序问题混在一起，涉及诚信体系建设及黑社、

黑车、黑导、社会治安等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综合
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但我国一体化市场管理体系
有待建立，旅游法明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
管理责任尚未有效落实。要从政府和游客、企业
和从业者都不满意的旅游市场秩序问题抓起，把
培育市场主体摆在首要位置，理顺导游管理关系，
转变旅行社经营方式，规范在线旅游业务。

吴文学强调，国有大中型旅游企业、股份合作
制旅游企业要带头转变经营模式，建立诚信经营
体系，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在线旅游企业要
依法经营在线旅游业务，保障在线信息真实安全，
规范旅游电子合同，优化服务经营与提高效益并
重。传统旅行社企业要痛下决心，转变经营方式，
设立导游服务部门。要依法推进导游行业组织成
立，积极推动社会导游服务机构平稳转型。特别
要创新开展文明旅游活动，同旅游组织、经营活动
有机结合，落实导游领队业务工作与文明督导一
岗双责，将文明旅游工作列入考核重点，建立文明
旅游宣传引导工作的检查考核机制。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于文静）联合国粮农
组织和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
粮食中有 35％被浪费，其中餐桌外的浪费就
高达700亿斤。

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吴子丹日前表示，我国在
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等环节存在大量浪费
现象，每年仅在粮食储存、运输和加工环节造成
的损失浪费就高达700亿斤。消费环节的损失
浪费更是触目惊心，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每年
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元，相当于2
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解决粮食浪费问题，是中国未来粮食安全
的一大挑战。”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朝鲜·蒙
古代表伯希·米西卡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

粮农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仍有8亿多
人在忍受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全球范围内，所有食
物在人们消费之前，就有多达三分之一遭到损失
或浪费。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和营
养不良相关的疾病。

专家指出，今后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
面推进粮食储存、运输、加工和消费等各环节的
减损和节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户科学
储粮，引导加工企业转型升级和适度加工；大力
倡导简朴务实的餐饮消费观，培养平衡膳食的饮
食习惯，从娃娃抓起、从每个家庭做起。

服 务 人 民 书 写 时 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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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在英国韦斯顿伯
特，人们在雨中
欣赏秋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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